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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提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战略倡议 

共同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一带一路”被正式提升为国家战略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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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怎样认识“一带一路”的基本定位 
 



 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 

 多边贸易规则调整 

国际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带一路”是统筹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国内 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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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章 概 要 

01 “一带一路”是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 

02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依托 

03 “一带一路”是实施经济外交的新平台 

04 “一带一路”将为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提供一种新路径 



一、“一带一路”是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 

改革开放之初到 
邓小平南方讲话 

南方讲话 
到中国“入世” 

“入世”后的 
10年过渡期 

我国对外开放大致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呈现出一系列共同特征 

造成地区间 
发展水平差异 区域主义成为发展方向 

消除贸易壁垒 
成为重点 



一、“一带一路”是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 

贸易投资
自由化 

推动更广区域的开放 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 

既要包括东南沿海地区 
也要延伸到广大中西部内陆地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
合作会高于WTO所规定的开放程度 



二、“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依托 

经济上希望能够
分享中国经济 

高速增长的收益 

安全与政治上 
希望美国能够 

对中国形成制衡 

中国周边国家 



二、“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依托 

       “一带一路”作为新时期周边战略的依托，需

要把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等理念付诸实
践，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展目标。 



三、“一带一路”是实施经济外交的新平台 

“一带一路”把经济与外交有机结合，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四、“一带一路”将为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提供一种新路径 

        “一带一路”是中国由大到强发展

关键阶段的重大决策，预示着我国从
国际规则的旁观者变为遵循者、再向
制定者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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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带一路”是一种 
新型区域经济合作安排 



本 章 概 要 

01 “一带一路” 以运输通道为纽带把众多国家和地区联系起来 

02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互联互通将成为“一带一路”的基础 

03 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实施多元化的合作机制是它的重要特征 

04 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将成为“一带一路”的目标 



现有区域 
经济合作机制 

自由贸易区 

关税同盟 

共同市场 

经济一体化 

政治一体化 

与现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
机制不同，“一带一路”是一
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安排。 



“一带一路”是一种新型区域经济合作安排 



一、“一带一路” 以运输通道为纽带把众多国家和地区联系起来 

合作共赢的理念 文化的平等交流 

         丝绸之路作为纯粹的运输通道，以

古丝绸之路为联系纽带，将沿线国家纳
入进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一带一路”成员遍及亚洲、 
非洲、欧洲、大洋洲60多个国家 



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互联互通将成为“一带一路”的基础 

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 
互联互通显得尤为必要 

涉及国家众多 

文化差异较大 

自然距离遥远 



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互联互通将成为“一带一路”的基础 

基础设施发展滞后 
成为经济发展的突出障碍 

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预计2010—2020年期间，亚洲对基础设施
投资的总需求大约在8万亿美元。 

以基础设施为核心 
的互联互通将为 

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三、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实施多元化的合作机制是它的重要特征 

泛亚铁路各线示意图 

连云港国际经贸合作区 中印签署海洋领域合作文件 

亚洲发展的多样性决定了 
“一带一路”必然要寻求多元化合作机制 



四、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将成为“一带一路”的目标 

TPP，追求构建高质量的
自贸区协定 

欧盟，期望政治经济一体化 
达到统一的准主权国家目标 

        “一带一路”所要达到的目标，既不同于现有自贸区的目标，
也不同于现有关税同盟的目标和经济共同体的目标。 

东盟，致力于构建一个RICH

（弹性、包容、竞争、和谐）
的经济共同体 



四、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将成为“一带一路”的目标 

利益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 

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 

政治互信 

经济融合 

文化包容 

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亚洲特色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安排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政策沟通 

民心相通 



以运输通道
为纽带 

以互联互通
为基础 

以多元化合作
机制为特征 

以打造命运 
共同体为目标 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 



三、“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本 章 概 要 

01 政策沟通 

02 设施联通 

03 贸易畅通 

04 资金融通 

05 民心相通 

06 生态环境保护合作 



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 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 以人文交流为纽带 

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 

“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 

以经济走廊为依托 



“一带一路”战略加速务实推进 



一、政策沟通 

中俄签署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 

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 

与7国签署“一带一路” 

合作/谅解备忘录 

与5国开展 

海洋领域合作 

2国表示完全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 



二、设施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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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施联通 

吉尔吉斯斯坦启动 
比什凯克热电站改造 

塔吉克斯坦杜尚别 
2号火电站二期工程开工 

新增机场口岸 
“72小时过境免签” 

中缅天然气管道 
C线投入运营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D线开工建设 



三、贸易畅通 

俄罗斯 

马来西亚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创新产业/工业园区合作模式 

白俄罗斯 

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中俄东西线 
天然气合作 

推动区域 
自由贸易区谈判 



四、资金融通 

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 

         2015年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

在北京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
定》签署仪式，亚投行正式成立。 

        2014年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在北京注册成立，并正式开始运行。 



五、民心相通 

人文 
合作 

提供奖学金 
累计向沿线有关国家提供 
中国政府奖学金1.8万名 

友好交流年 

与沿线国家互办 
文化年、艺术节 

丝路传媒 

组织实施  
“丝路书香工程”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 

联合申遗 

中哈吉联合申遗成功 

技术合作 
国家联合实验室 
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 
中国—东盟遥感卫星数据
共享与服务平台 



六、生态环境保护合作 

与9国签署关于河流、

林业、野生动物保护等
方面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2014—2015）》 
《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战略（2016—2020）》 

《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 



四、建设“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本 章 概 要 

0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猜疑 

02 来自大国的掣肘 

03 沿途地区安全形势严峻 

04 政府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好作用 



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猜疑 

希望得到更多中国的资金、技术、无偿援助等，增加到中国市场的出口 

被炒作的 
“中国威胁论” 

期待并肯定中国的扩大开放 

存在不同的疑虑、 
担心和质疑声 



二、来自大国的掣肘 

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 

欧盟版的“新丝绸之路计划” 俄罗斯的“欧亚联盟”设想 

大国都有 
利益考虑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 



三、沿途地区安全形势严峻 

领土边界争端 

克什米尔地区争端 极端恐怖主义组织 

海洋争端 恐怖主义威胁 

        “一带一路”地区内各国之间存在各种领土、宗教争端， 

这些争端直接影响战略的安全顺利实施。 

南海问题争端 



四、政府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好作用 

2013年访问中亚四国及俄罗斯 

2014年访问亚洲四国 

2015年访问巴基斯坦 

外交先行 

构建合作机制 

从外部来说 



四、政府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好作用 

从内部来说 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经济与非经济目标并重 

对外开放、促改革的新机遇 

考虑自身的比较优势开展项目合作 



“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的区别 



《外国专家眼中的“一带一路”愿景》 
《人民日报》2015年7月14日 

魏建国、孙学工等，《做好对接融入 
“一带一路”的大文章》 

《时事报告》2015年第6期  

高虎城，《开放包容 共商共建 扎实推进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 

《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15年第2期 



如何理解“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哪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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